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春意融融，天下晋江人踏上归乡
的路。

水土无言，被滋养的血脉，从海的
那边回流。

近半个月来，晋江的春天，乡情满
溢。旅居菲律宾、印尼、新加坡、马来
西亚、加拿大、澳大利亚、美国、泰国、
缅甸、柬埔寨和我国港澳台等 30多个
国家和地区的晋江乡亲纷纷返乡。这
是自新冠疫情暴发以来，海内外晋江
乡亲首次大规模回乡聚首。

见家乡人，讲家乡话，吃家乡菜，
住家乡厝……4月的晋江，处处氤氲着
相聚的亲切、温馨和感动。

蚵仔煎 高甲戏
浓浓乡愁具体而生动

“1935年，我出生在晋江金井溜江
村，我们村很美，有着白色的沙、碧色
的海、蓝色的天。”今年 88岁的旅菲侨
领陈祖昌回忆起家乡，眼角闪着光。

4月 5日，阔别三年半，陈祖昌又
回到出生的这片土地。雨中，儿时的
古厝屹立眼前，陈祖昌静静地凝视许
久后，握着同行的古厝保护专家的手，
反复叮嘱，“一定要好好把家乡的厝保
护下来，留住它的风采、留住我们的记
忆。”

乡情不可名状，但乡愁很具体。
4月 2日晚，走出泉州晋江国际机

场，旅菲侨领陈凯复看到灯火辉煌、车
水马龙的晋江，内心十分激动。

7岁那年，陈凯复离开晋江。此
后，他常常会想起家门口一条窄窄小
小的石头街，还有敲锣打鼓很“闹热”
的高甲戏。等他再次返乡，已经是 40
多岁了。这期间，晋江发生了翻天覆
地的变化，老家的房子经历了几次拆
建，道路也不断扩建。陈凯复说：“我
几乎寻觅不到童年记忆的样子，但是
夜幕降临，当高甲戏声音传来，我便知
回到了故乡。”

时隔三年多，印尼晋江同乡会永
远荣誉会长许宗鸽再次踏上家乡的土
地。刚落地，他便开始寻觅一份热腾
腾的蚵仔煎。他说，这是他心中最美
的家乡味道。

故土情深，乡音不改。
“我们一家人平时都讲闽南话，也

引导儿孙从小学习闽南话，了解祖国
和家乡的传统文化。”许宗鸽在印尼出
生长大，但从有记忆开始，家里的长辈
就一直告诉他“我们的‘根’在晋江”。

“无论走到哪里，还是家乡最好。”
澳门安海同乡会会长苏建华儿时的记
忆深深烙印在日常生活之中，“在澳门
家里的餐桌上也常常有地瓜粥，虽然
朴实，却总也吃不腻，就像我对家乡的
感情一样，历久弥坚。”

1年、3年、5年、50年……离开家
乡的日子，海内外晋江人的乡愁被凝
练得具体而生动。乡愁是雨中的古
厝，是热腾腾的蚵仔煎，是吃不腻的地
瓜粥，是“闹热”的高甲戏，是阿公阿嬷
日日念叨的“落叶归根”……三年疫情
阻隔了回乡路，却阻隔不断血浓于水

的乡情。
根深叶茂的乡情被 4月的春雨滋

养，在晋江大地无声蔓延。

一条路 一座桥
乡贤赤子衔食而反哺

8日下午，一场“乡贤促振兴”项目
捐赠仪式在英林举行。

劲霸集团全资捐建英林镇中心幼
儿园新园区，投资超1亿元（人民币，下
同）；天虹集团捐赠英林镇乡村振兴项
目孵化基金 5000万元；英林中学 89级
92届同学会、英林中学校友总会分别
捐赠 112万元、100万元支持英林中学
三期扩建；欧阳鸿博捐赠100万元支持
三欧村乡村振兴建设。

一个个数字的背后，是晋江乡贤
对家乡的深深眷念，更是海内外晋江
人富而有责、富而有义、富而有爱的具
体体现。

树高万丈不忘根。
5日上午，耄耋之年的陈祖昌利用

早餐时间和助理探讨晋江市胜康水厂
二期投资项目施工方所应具备的资质
和条件；下午，陈祖昌又马不停蹄前往
福州大学晋江校区，实地走访他捐建
的福州大学晋江校区会堂。

通饮水、修道路、建医院、起学舍、
兴文艺、奖学子，陈祖昌不遗余力。“无
论身处何方、身在多远，我都会记得我
是晋江人。”陈祖昌一句朴素的话，道
尽乡贤赤子衔食反哺的深情大义。

对家乡的深情，也让澳门晋江同
乡会理事长施志伴持续不断地反哺家
乡。

这次回乡，施志伴第一时间回到
家乡龙湖镇埔头村。来到埔头文化广
场，看着乡亲们在广场上运动、聊天，
脸上洋溢着幸福的笑容，施志伴也跟
着笑起来。

2017年，埔头村被列入晋江市“奋
蹄马”治理转化村。得知村里要进行
基础设施改造和建设，施志伴主动提
出捐资近百万元。如今，利用原有地
貌优势资源改造成的聚源池休闲景观
已成为村民休闲漫步的好去处。2020
年，施志伴又捐资600万元建设埔头文
化广场及周边公园，为村民营造了一
处全民健身的活动空间。

像陈祖昌、施志伴这样参与晋江
经济社会发展的乡贤还有很多。

春天的安海溪边村，草长莺飞、绿
意盎然。2016年以来，宝龙集团董事
局主席许健康先后捐款 1.25亿元，支
持家乡溪边村的新农村建设，建成村
民独栋住宅、书藏楼美术馆、能琴公
园、溪边公园等一批惠民工程。

乡村建设、产业发展、文化教育并
行发展，在生态宜居的基础上，溪边村
实现了自我造血和可持续发展。

有一块钱寄一块钱，有十块钱寄
十块钱。改革开放前，许多在外打拼
的华侨心系家乡，侨汇成了不少晋江
侨眷家庭的主要生活来源，一封封侨
批见证着广大侨亲对家人的牵挂、对
家乡的眷恋。改革开放后，晋江从“三
闲”起步、“三来一补”过渡、“三资企
业”上路，到“产业集群”迈大步，依靠
侨资侨力，经济实现了快速发展。“晋
江经验”提出以来，广大侨亲除了继续
在家乡兴办实业，更不遗余力参与修
桥铺路、办学办医等公益慈善事业，带

动家乡人民共同富裕。

引进来 走出去
以侨为桥一起向未来

“采购订单突破63亿元！”
7 日上午，“侨商回归 晋品出

海”——晋江市海内外商贸对接活动
上传来好消息。

签约推介会上，拖鞋联盟会员企
业与海外客商签订 16亿元（2年）的采
购订单合同；伞业行业协会会员企业
与海外客商签订 12亿元（3年）的采购
订单合同；泳装产业协会会员企业与
海外客商签订 15亿元（3年）的采购订
单合同；智能装备协会与境外客商签
订 20 亿元（5 年）的意向采购订单合
同。

“从前只知道晋江制鞋业很发达，
这次才发现，原来我们家乡还有制伞、
泳装、食品等优势产业。”新加坡晋江
会馆会长张振铭上一次回乡还是10年
前，家乡的变化让他感到非常震撼和
欣喜。

“看到家乡产业发展突飞猛进，我
深感骄傲和自豪。”陈凯复满脸喜悦，

“今年，菲律宾晋江同乡总会计划举办
一场经贸文化展，邀请世界各地的晋
江企业展示优质产品，助力晋江制造

‘扬帆出海’。”
扎根晋江，布局全球。
在7日上午的活动中，菲律宾环球

建材城相关负责人上台推介菲律宾环
球建材城项目，其中包括晋江磁灶建
材陶瓷销售中心专区。

“当前，正处于菲律宾城市建设的
窗口期。经过几次调研，晋江的瓷砖
在菲律宾有很大的市场，供需两端非
常契合。晋江陶瓷企业抱团出海，借
由‘晋江磁灶建材陶瓷销售中心专区’
这个平台，将会有满满的收获。”展望
未来，晋江建陶企业信心十足。

以侨为桥，海联世界。
去年底以来，晋江实施“聚侨力、

走出去、拓市场、稳外贸”专项行动，组
团赴大湾区、东南亚等地开展经贸对
接活动，广大海内外乡贤积极响应、迅
速行动，短短时间就设立了 33个海外
仓、27个海外经贸联络处、2个海外产
业园，多渠道全方位助力晋品跨境出
海、货通全球。

300万海外华侨是晋江最宝贵的
财富。

如果“侨商回归、晋品出海”活动
链接的是海内外商贸交流，那么7日举
行的晋江市海联会、侨联、世晋青换届
活动，则是系上晋江同世界合作的“金
丝带”。

当天下午，晋江市委党校盛况空
前，近900名海内外晋江乡贤代表齐聚
一堂、共话发展。

“晋江企业生产的产品质量达到
了国际标准，企业家的观念越来越国
际化，期待‘晋江智造’在国际舞台上
有更好表现。”“接下来，我依然会与广
大华侨一道，发挥资源优势、人脉优
势、渠道优势，为家乡带回更多好项
目、好资源。”“晋江是我们永远的故
乡 ，我 们 的 根 也 将 深 深 扎 在 晋
江。”……

淳淳乡音，浓浓乡情。未来，天下
晋江人将依然秉持同一股力量、同一
种信念，一起创、拼未来！

只要想到“回家”这两个
字，便有一股暖流在心头萦绕。

回家的旅途没有疲惫，只
有满心的期盼，渴望能再早一
刻看到家乡的一草一木。

我出生在龙湖镇衙口村一
个不富裕的家庭，家乡是我事
业奋斗的起点，这里留存着我
每天凌晨3点拉着海砂来来回
回跑运输的记忆。从跑运输到
销售汽车零件和二手车，到后
来进入地产、玻璃行业，一路虽
然艰辛，但每一步都走得努力、
踏实。是家乡这片有着奋斗基
因的土壤，给了我源源不断的
动力。

受益于家乡，就要反哺于
家乡。无论身在何处，家乡始
终是我内心深处的眷恋和牵
挂。龙湖镇衙口村、南浔村曾
有一座狭窄的桥，年久失修，车
辆经过时会有明显的震动。
2018年，了解到这个情况后，为
了乡亲们的安全，我决定全额
捐资对这座桥进行重修改造。

我想，一座桥要使用几十

年、上百年甚至更久。虽然桥
不长，但重修后必须确保每一
米都是安全的。于是，我请了
专业的路桥设计公司来设计建
造，光是桥基就打了 30 米，不
仅加宽加深了桥基，还对桥面
进行了加宽，设计了最高级别
的避震强度、增加了减速带，连
周边的管道都重新设计施工。
精益求精之下，原本预算的费
用不够，我又追加了建造款。

桥修好后，村民们提议以
我的名字来命名，我立刻就否
决了。我想，倒不如叫“敬老
桥”，借此把尊老敬老的传统美
德弘扬出去。

从上世纪80年代开始，我
就开始为家乡公益事业贡献自
己的点滴力量：在家乡南侨中
学设立教育基金会，投入 100
多万元建教学楼；为村里的老
人协会添置活动设施，提供活
动经费……父母是我慈善的引
路人，我也希望自己能成为别
人的引路人，大家都能力所能
及地做些事情，希望家乡越来
越好。

树高千尺，根在沃土。近
年来，只要有机会回乡考察探
访，我都让孩子们一起回去，他
们从小在香港长大，对家乡了
解还不够多。只有让他们真正
回到家乡、认识家乡，才会知道
家在晋江、根在晋江。

这两年家乡发展速度很
快，我感到很欣喜。希望海外乡
亲充分发挥好侨胞优势、凝聚侨
商力量，把更多的资金、技术、人
脉和资源充分整合起来，为家乡
的发展不断增添新动能。

本报记者 王云霏 整理

天下晋江人 最恋是故乡
本报记者 蔡斯洵 王云霏 张晋福

以赤子之心反哺家乡

□讲述·我和我的家乡

阔别三年半，再次回到家
乡，我特别幸福。

三年不见，我发现家乡的
变化很大。家乡的经济实力越
来越强，家乡的环境越来越美，
家乡人民的生活水平越来越
高，我对家乡的感情越来越深。

三年不见，我发现家乡的变
化很小。家乡的海依旧那么美，
家乡的厝总能唤起乡愁记忆，家
乡的人民还是那么拼搏热情，带
给我满满的感动与温暖。

1935 年，我出生在晋江金
井溜江村，这里有着白色的沙、
碧色的海、蓝色的天。4 月 5
日，我又回到出生的这片土地，
在雨中，儿时的古厝屹立眼前，
这是我心中的摇篮血迹。与我
同行的朋友是古厝保护的专
家，我告诉他，一定要好好把家
乡的厝保护下来，留住它的风
采、留住我们的记忆。

我也去看了福州大学晋江
校区，看了我所捐建的福州大
学晋江校区会堂。那时候，我
得知家乡晋江将迎来一所高水

平大学，十分激动，便出资430
万元（人民币，下同）捐建这个
会堂。我想，一个地区的富强，
教育很重要，教育发展了，产业、
科技和更多的事业都能发展。

说 起 教 育 ，我 回 想 起 了
1983年的家乡。当时溜江村还
很落后，很多人都靠捕鱼为生，
没什么精力和条件去管孩子的
教育。于是，我就捐建了一个
幼儿园，用我爸爸的名字，叫作

‘陈明玉幼儿园’；我还带头捐
资20多万元，并与陈得福先生
和王日成先生发动乡亲筹资
300万元，为溜江小学兴建一幢
三层的新校舍。

自我 16 岁那年随母亲到
菲律宾后，一直到1986年才首
次回到溜江村。那一年，我便
全面开启了在家乡的投资发展
和公益慈善事业。通饮水、修
道路、建医院、起学舍、兴文艺、
奖学子，我不遗余力，因为我是
晋江人，家乡是我深深的牵挂。

在菲律宾，晋江籍华人华
侨超 100 万，晋江乡贤所办的
企业在当地社会更是举足轻
重，大家都很有实力。我时常
与他们沟通交流，我们内心都
有同一股力量、同一种信念
——晋江是我们永远的故乡，
我们的根也将深深扎在晋江。

悠 悠 天 宇 旷 ，切 切 故 乡
情。未来的日子里，我依然会
与广大华侨一道，发挥各自资
源优势、人脉优势、渠道优势，
为家乡带回更多好的项目、好
的资源，继续倾情参与、鼎力支
持家乡发展。

本报记者 蔡斯洵 整理

家乡的海 家乡的厝
家乡是我深深的牵挂

开栏的话：乡关千里路，殷殷游子情。今年的清明节是疫情
防控政策优化调整后的首个祭扫节日，素有“十户人家九户侨”
美誉的晋江，迎来了众多返乡的海内外乡贤。他们回乡走访、共
话乡情、共谋发展，无论走多远、飞多高，始终牵挂着摇篮血迹。
即日起，本报推出“讲述·我和我的家乡”栏目，倾听海内外乡贤
回乡所见所闻，回忆他们与家乡的血脉纽带，展望他们助力家乡
发展的美好愿景。

讲述人：陈祖昌（菲
律宾宋庆龄基金会创会
会长、菲律宾晋江同乡总
会指导员）

家乡：晋江金井溜江村

讲述人：施能狮（香港
福建社团联合会副主席、
香港晋江社团总会永远荣
誉主席）

家乡：晋江龙湖衙口村


